
2024年2月2日 星期五
责编 王雨诗 美编 阳晖 05渝周刊渝报

深度XIN YU BAO

1

“山高路远梦萦绕，千里归程解乡愁。”回家
过年，是中国人千古不变的情怀与文化。这是特
有的“中国式浪漫”，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基因。

春运之于我们，早已不是单纯的人员流动，
而是几代人乡愁的具现，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缩
影，更是流动中国迸发出的勃勃生机，以及人们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信心。从“走得了”到“走
得好”，过年回家经历了诸多的“变”与“不变”。

1954年，我国确定了“以铁道部统一指挥协
调，必要时请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各省市自治区
及解放军协助”的原则，从那时开始，大规模、高
压力、全国性交通运输高峰“春运”逐渐成为社会
生活中被频频使用的一个词。这一年，“春运”二
字首次出现在媒体上，如今，虽已经过70年的岁
月变迁，但其承载中国人乡愁的内核始终没变。

回家的执着没变。回家过年，是几代离乡
人的魂之所归、心之所向。

14年前，一张背着巨大行囊、怀抱婴儿的年轻
母亲赶火车的照片传遍网络，成为春运的缩影。
对于中国人来说，世界再大、归途再难，也要回家。

相信不少人看过电影《人在囧途》，影片以春
运为背景，讲述了公司老板李成功和讨债的挤奶
工牛耿结伴回家的故事。在回家过年的路上，他
们换乘各种交通工具，包括飞机、火车、大巴、轮
渡、货车，甚至拖拉机，一路上“囧相”百出。

现实中，每当春运来临，无数的“李成功”
“牛耿”都会奔向火车站、汽车站、机场，抢票、乘
车、归乡，无论身处何方，无论面临怎样的气候
和环境，人们此时的目的地只有一个。这份乡
愁不会受到地域限制，也不因距离遥远而淡漠。

服务的初心没变。1954年，春运旅客运送量

为 2300 多万人
次。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后，春运旅客运送量持续上升：1979
年，春运首次突破1亿人次；1984年，“大春运”形
成后，全国春运共运送旅客 5亿多人次；1994年
突破 10亿人次，2006年突破 20亿人次，2012年
突破30亿人次，2015年突破37亿人次……今年
这个数据预计将达到90亿人次。作为人类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大迁徙，春运寄寓着万
家灯火、阖家团圆。

不断刷新的数字，离不开一代代全力做好
春运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春运的车轮向前飞
驰，但他们却年复一年奋战在春运保障的第一
线，在万家灯火中，温暖守护这个国家和民族的
团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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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承载的是乡愁，彰显的是国力！它如同
一位忠实的记录者，记录着人们回家的脚步，把握
着时代发展的脉搏，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从“走得了”升级到“走得快”“走得好”，在
出行方式到出行体验再到思想观念的变化中，
我们能清晰地描绘出春运不断推陈出新、除旧
布新的发展路线图。

出行方式之变。坐上绿皮车，慢慢“颠”回
家，是春运最初的模样。

在不少人的春运记忆里，有全家出动排队
三天买火车票的场景，有绿皮火车车厢中飘散
着的方便面和榨菜的味道，还有来自全国各地、
操着不同口音聊天的乘客。很长一段时间，乘
火车都是人们春运出行的主要方式。

现如今，飞机、火车、长途汽车、私人订制包

车、自驾等出行途径并行，人们选择出行的方式
愈发多元化。值得一提的是，私家车的普及让
自驾返乡成为热潮，甚至出现因返乡过节自驾
车辆过多，导致镇村道路拥堵的情况。据预测，
今年春运将有 72亿人次自驾出行，占全社会人
员出行量的80%。

出行体验之变。从“人在囧途”到“人在旅
途”，春运的出行体验同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售票处排队“抢票”、火车站拥挤上车已成为
历史，如今互联网“抢票”、一张身份证通关，让出
行更便捷；过去大家靠唠家常、打扑克、吃零食打
发时间，如今高铁连Wi-Fi让旅途上网更轻松；从
啃馒头、吃泡面到网络订餐，“舌尖上的春运”的
变迁同样历历在目。如今，旅客可以享受到更加
舒适的乘车环境、更加人性化的服务、更加完善
的安保措施，这背后反映出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

思想观念之变。以往，春运如同一道“单选
题”，答案基本就是节前回家、节后返程。如今，

“春运+”的形式越来越丰富，范围有了更多的拓
展和延伸。比如，在延续春节传统习俗的同时，
也产生了新的过节形式，诸如错峰返乡、异地过
节、旅游过年等，“反向春运”的人越来越多，与
家人相伴到外地旅游，短暂“逃离”原有的社会
关系。这些都给春运带来新的体验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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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春运，每年都有新内容，每年出行更从
容。这份从容的背后，折射出人们对当下及未

来的信心和期待。
“道路”更畅通，让春运出行有保障。
“流动中国”离不开“交通强国”的支撑。新

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18万公里，
公路里程仅 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民
航航线也只有12条。如今，我国高铁里程、高速
公路里程、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及里程等多项交
通运输指标，均居世界首位。一个个“巨龙连山
海”“天堑变通途”，是春运这场“大迁徙”平稳顺
利开展的最强底气和最大保障，也是人们出行
最重要的信心来源。

以重庆为例，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是我
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八纵八横”高速铁路
网中厦渝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
重庆黔江至中心城区的旅行时间将从现在的 4
小时缩短至 1小时以内，届时，人们春节回家将
更加便捷。

消费更多元，让春运出行有动力。今年春
节假期，南下避寒和北上看雪将成为出游主题，
探亲加旅游成为关键词，阖家团圆出游的比例
明显增高。

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消费水平提升等
多重因素推动下，年味“翻新”，消费同样也在

“翻新”。你到东北看冰雕、我到海南吹海风，大
家不再拘泥于“宅家过年”“置办年货”等传统。
春节消费已跳出单向的商品购买和使用，“旅
游+”“探亲+”“购物+”“体验+”等花式需求让春
运出行的目的地、出行方式更加多元丰富，出行

动力也不断增强。
服务更走心，让春运出行更顺心。今年，

12306客户端推出购票需求预填、起售提醒订阅
等多项新功能；重庆北、重庆西、沙坪坝站设置

“一窗通办”窗口；各地文旅使出浑身解数招揽
游客……春运，是亿万乘客的归途之路，也是感
受服务不断升级的“走心之旅”。

我们看到，近几年的春运中，各种“黑科技”
频频亮相：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出现在机场车站，
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多种技术成果的应用让旅
客行李托运变得更高效……除了高科技，各类暖
心服务让人应接不暇，比如，不断增加的“静音车
厢”服务，站台边缘铺的防滑毯，针对重点旅客
的无障碍接驳服务通道等。服务更走心，让春
运出行“囧事儿”越来越少，“暖事儿”越来越多。

信心之下，同样考验匠心。
今年春运，90亿人次出行，客流叠加寒流，

安全如何保障，消费环境如何提质，服务如何跟
进？72亿人次自驾出行，服务区停车、充电、加
油、餐饮等服务管理如何先行？年前哈尔滨的
一波出圈，给各地文旅打了样，这个春节假期，
各地如何接住“泼天的富贵”，续写“尔滨”传
奇？节后返程如何确保平稳有序？春运的“战
场”，依旧有一个个“硬仗”要打。

此时此刻，或许你已踏上这条“回家路”，或
许，你正在春运各条战线默默守护。唯愿路上的
每一个“你”旅途平安，再祝万家团圆、山河无恙。

据重庆瞭望

1月26日，为期40天的2024年
春运大幕正式拉开，春运相关消息
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返乡摩
托车大军“盛况不再”这一媒体观察
迅速登上热搜，勾起了无数人对春
运回家路的追忆与感慨，引发人们
对中国路网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不断提升的积极讨论。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在20多年前的广东，每到春节前夕，
都会上演数十万人骑着摩托车，驮着
行李，穿行321国道，穿过肇庆市，一
路向西回家过年的场景。他们被亲
切地称为“铁骑大军”“摩托大军”。
201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讲
述摩托车大军返乡的公益短片，令除
夕夜电视机前的亿万国人潸然泪下。

彼时，摩托大军浩浩荡荡的回
家路，令人感动的同时也写满了不
易。它是游子归家心切的动人乡
愁，也是春运“一票难求”和“路网不
通”的具体现实，更是很多务工者为
了节省车费不得已而作的生活选择。

如今，公开报道称，广东省交通
部门2022年数据显示，骑摩托车经
广东肇庆过境往返广西、贵州等地的摩托大军，自
2013年春运期间达到峰值约110万辆次后，呈逐年
明显下降趋势。在321国道沿线的广东佛山、肇庆
等地，“零星的骑乘者”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摩托大
军正随着城市发展的变迁，逐渐成为曾经的记忆。

日渐消失的摩托大军在当下成为热门话题，在
于这支特殊的队伍曾令无数人感动，它是春运这场
规模巨大的人口迁徙中“特别的存在”，承载了一
代人的春运记忆。而它的消失，则折射了十年来
中国路网、高铁等设施的不断完善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是最生动最鲜活的发展故事。

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综合交通网络总里程超
过600万公里；公路总里程达到535万公里，其中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17.7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率约78.6%、主骨架线路建成
率约87%；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
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中国高铁、
中国路、中国桥、中国港成为亮丽的“中国名片”。

一个个数据记录了中国交通建设与发展的
辉煌，一个个普通人的出行选择和感受，则是中
国路网扩容最生动的呈现。从骑着摩托跨越千
里回家过年到自驾成为最受青睐的出行方式，从
挤着绿皮火车站一宿到坐着高铁去看“诗与远
方”，从“彻夜排长队抢票”到“手指一点、说走就
走”，越来越便捷完善的交通，按下了人们回家过
年的“快车键”，让人在囧途彻底成为往日的故事。

每年的春运，可谓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面镜
子。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到90亿人
次，公路网预计每天出行的日均车流量将达到
3720万辆，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8亿人次……
2024春运数据的背后，流动着经久不衰的浓浓年
味，也折射着厚积薄发的基建和交通运力。

一些蔚为壮观的春运现象消失了，值得关
注，但无需惆怅，因为新的力量在生长，新的发展
在呈现，新的故事在书写。

近日，庞大的回家过年的摩托车队“盛况不
再”的消息冲上了热搜。回家过年是中国人骨
子里的执着，不管旅程如何辛苦，春节到了都想
着要回老家。随着生活条件、交通状况的改善，
一些以前大家熟悉的交通方式开始逐渐淡出人
们的视线，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有趣的交通方式
也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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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摩托大军最多时超百万人
如今骑车是“享受自由的感觉”

2024年春运大幕开启后，有记者沿着广东
肇庆摩托大军返乡的必经之路寻访，发现曾经的
摩托大军盛况已不复存在，但仍有一些零星的骑
乘者，他们的骑行返乡里程大多是三四百公里。

自上世纪 80年代初开始，地处改革开放前
沿的广东有巨大的用工需求，吸引了数以千万
计的外来人员远赴珠三角地区务工。因此，多
年来每逢春运，从广东发往全国各地的旅客人
数屡创新高。那时，“回家难”是务工者每个年
终岁末都会遇到的难题。也就是在这时，约上
老乡们骑摩托车回家，成了一种新的选择。据
广东省交通部门统计，最高峰时返回各省区的
摩托大军规模超过100万人。

201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则讲述摩
托大军返乡的公益短片，令除夕夜电视机前的亿
万国人潸然落泪。故事的主人公是在广东肇庆
务工的汪正年和他的妻子。汪正年说，2008年他
买了第一辆摩托车，此后的三年他们夫妻俩和几
名老乡都是骑摩托车回老家。选择骑行回乡，主
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春运期间火车票一票难求；
二是如果坐大巴回家，春运期间票价比较贵。

汪正年说，现在骑摩托车回贵州的老乡已
经很少了，多数都是开车回家。就算是骑摩托
返乡，也大多是年轻人，并且他们骑的有可能是
价值数万元的机车。“新一代人更看重骑行路上
的感受，享受自由的感觉，我们当年是以省钱和
方便为目的，与现在对比，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2
山东小伙辗转35趟公交车

花7天时间横跨三省返乡过年

以往人们长途旅行多半会选择长途客车，
春运期间选择坐公交车跨省长途跋涉的几乎没
有。但 2013年一位山东小伙子却选择乘坐公
交车，从浙江杭州回到山东临沂，距离足足 660

多公里，前后共花了 7天时间，横跨三个省，转
了35趟公交车。

当年 27岁的山东小伙徐政国是山东临沂
人，在杭州上大学，毕业后和朋友一起在杭州创
业做电子商务。为什么坐公交回家？他说，一
是车票不好买，二是希望通过坐公交车这样的
方式完成一次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给自己正在
经历的艰难创业路找些动力。

2013年1月27日，徐政国怀揣着厚厚的路线
图、背上行囊出发了，还在微博上直播回家的过程。
这一路，除了辛苦，他睡几十元一晚的廉价旅馆，
吃路边的便宜快餐，不断奔波在公交站之间，2月
2日下午，徐政国终于抵达了老家山东临沂。

“这样的旅程让人收获很多！是一种精神
上历练、身体上‘摧残’的旅程，这种旅程一生中
一定要有一次。”他在微博上总结。这一路，徐
政国共辗转了35趟公交车，花掉车费140多元，
另外住宿和伙食费 400多元，算下来比坐汽车
和飞机划算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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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火车飞机自驾混搭出行
交通方式更多样换乘更便捷

2017年春节临近，“抢票”进入高潮，记者曾
作过一次微访谈，几位读者分享了他们的春节
回家路的变化。

大学生唐耀说，乡愁是一张小小的火车
票。以前只有绿皮火车，现在家乡开通了高
铁。买火车票比以前方便多了，火车站的候车
环境也舒适了很多，乘车体验更好了。最难忘
的是以前有一年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当时每
天早上 4点就起床去火车站排队买票，排了几
天队还是无功而返。后来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张
票还是无座的，20个小时左右车程，全程就在车
厢人群中挤来挤去，鞋子不知被踩了多少下，累
了就直接铺张报纸在车厢的过道坐着睡着了。
那一刻我才感到，原来故乡离我那么遥远。

公务员陈伟说，以往的回乡路，如果选择坐
火车，路上要花费 20多个小时，所以不得不坐
飞机。现在高铁通了，交通时间缩短了一半以
上。如果早上出发，傍晚就可以抵达老家，吃上
父母做的热菜了，这种感觉挺温暖。每年春节
返乡的“最后几公里”，都是我最难忘的冬季返
乡路。父母会准时在车站等候，等我到站了接
我回家。沿途听到乡音会觉得无比亲切，有时经
过曾经上学的地方，也会想起曾经的故事，感叹
树又长高了。到了小区楼下，看见家中亮着温
馨而熟悉的灯光，迎接我的归来，真的很感动。

律师石勇说，去年我购置
了一辆新车，准备

自己开车回去。如果遇到天气不好或堵车等情
况，也会考虑选择乘坐火车回家。我期待故乡能
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特别是农村边远地区，交通、
水电、教育等基础设施能够进一步完善，生活环
境更加美好，成为游子都向往回去居住的美丽家
园。

4
58天2000公里 跨越3省1市
夫妻徒步回家过年当网红

以往徒步是交通不便时人们最后的选择，
如今，人们选择徒步很多时候是为了健康，长途
徒步则具有了其他的含义：2020年，在湛江市打
工的重庆开州雪宝山镇村民马明松和刘玉久夫
妻俩选择徒步回家过年，成功成为了网红。

从广东湛江市到重庆市开州区雪宝山镇，
路程约2000公里。2019年，33岁的马明松在广
东湛江建筑工地打工，在工作之余，他学着做起
网络直播。11月，他提出要徒步返回老家。11
月 21日，马明松在自己的网络直播间留下豪言
壮语：“这次要从湛江走路回开州，全程直播不
来半点假。”2019年11月22日早上6点，马明松
和刘玉久出发了。

一路上，马明松边直播边推车，推车上的大
箱子里装着水、干粮、帐篷、衣服。马明松告诉
记者，他和妻子文化不高，在工地上勤劳苦干，
赚的工资也不少，可他想接触新事物，学习做网
络直播，做个网红。“我突然有了直播徒步回家
的想法。”他心疼妻子，可是他更希望自己能坚
持下去，纠结之后马明松让妻子先坐车回家，可
妻子死活都要跟着马明松。路上遇到风景独特
的小村，他们会留下多住一天，遇到帮助他们的
善良村民，他们也会通过直播将爱心传播出去。

一路上，他们睡过桥洞、牛棚、住过野外，夫妻
俩风雨兼程，始终没有放弃。1月18日下午，已经
徒步58天的马明松和刘玉久终于回到了家乡开
州，他们迫不及待打开网络直播，兴奋地跟网友介
绍自己的家乡。58天的徒步旅程让马明松和刘玉
久收获了17万粉丝，他们回到开州之后，马明松
的粉丝从四川内江、宜宾，重庆城口，湖北宜昌等
地赶来，为他的勇气点赞，并送上新春的祝福。

5
重庆开专列接老乡回家

为打工青年提供返乡绿色通道

“老乡，欢迎回家！”2020年1月18日11点，
广州南站D1822列车站台上，重庆客运段乘务
员正在为车身布置横幅。这趟列车是渝籍青年

返乡专列，是由团市委指导、重庆驻广东省团
工委发起的

一项服务青年的公益项目，旨在解决在粤渝籍
务工人员购票难问题，畅通渝籍青年回乡绿色
通道。

当年春运期间，重庆驻广东省团工委统筹
协调安排了7个班次的高铁、普快列车，集中为
1600余名在粤务工的渝籍青年提供返乡专列。

“我们一家都是第一次坐专列，简直是太方
便、太贴心了。”在东莞上班的陈明燕带着丈夫
和女儿踏上了这趟回家的列车。陈明燕的老家
在大足，她说，以前回家过年，买票是件头疼的
事，现在从老乡微信群里知道有返乡专列活动
后，发现从买票到取票完全不用自己操心，“在
外务工将近 20年，第一次享受这个待遇，我的
同事十分羡慕我们。”

在深圳工作快10年的杨洋这是第一次搭乘
动车专列回重庆过年。“以前我们要么坐飞机，要
么自己开车回去，今年选择动车就是因为它非
常安全、便捷。”杨洋说，自从有了孩子，出行时
最看重的一定是安全，以后回家过年都选动车。

从 2004年在广州上大学到后来定居广州，
刘雯雯每年都要回一趟重庆。“以前读书坐绿皮
火车要20多个小时，现在动车只要7个多小时，
简直太方便了。”刘雯雯告诉记者，她家在渝北，
列车到达重庆西站后，她只需再转乘去重庆北
站的公交车，就可到家了。

6
母亲带儿子骑行700公里

从上海返回湖北，每天拍摄视频

以往由于交通条件不好，在距离不远的情
况下，很多人会骑自行车。如今骑自行车回家
已不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是磨炼意志、锻炼
身体的方式。日前，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张嬴娟
就带着上小学的儿子踏上了骑自行车返回湖北
过年的旅途。

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17日，张嬴娟母子从
上海浦东新区出发，27日就到达了安徽肥西县。
对骑自行车回老家的目的，她说，觉得开车回去
无聊，干脆决定骑行回家。而且儿子吉米才上
小学，正在生长发育，有一点点胖，带他一块骑
顺便锻炼一下他，不想让他在房间里面玩游戏。

她告诉记者，按照计划，每天要骑行 40多
公里，但实际上有时候骑不到，预计从上海到黄
冈，骑行将近 700公里，大致的路线是上海—太
仓—常州—无锡—镇江—南京—安徽—湖北，
一路走国道或省道。路线没有特别规划，只是
制定一个大致的方向，根据每天的体力看骑到
哪里，找附近的地方住宿。

张嬴娟每天都会拍摄视频记录这次独特的
旅行。在她的视频里，有骑行的艰难，也有一些
珍贵的瞬间：洒农药的无人机、低空飞行的飞
机。在路边碰到蒲公英，两人也会停下来吹；碰
上水池时，吉米会拿石头打水漂。

据重庆日报

大国春运大国春运，，1414亿人的亿人的““诗和远方诗和远方””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不用刻意提醒，思乡回家的冲动早已涌上心头。

1月26日，2024年春运如约而至。在接下来的40天里，探亲流、务工流、
学生流、旅游流等几大客流叠加，人潮涌动的春运大军将奔赴天南海

北。据预测，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90亿人次，
有望创历史新高。

返乡过年的摩托大军“盛况不再”冲上热搜，引发人们的回忆——

这些年，我们走过的春节回家路
春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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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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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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